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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懵懂少年到合格士兵，从机关干部
到基层干部，我的年龄在不断增长，岗位
在不断变化，但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已经
烙在我的身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深扎
根在我的心中，与我共同成长。

当高中毕业选择投笔从戎时，我曾
想，到部队最好可以学开车，因为在我们
农村老百姓的眼里，兵当好了才能开汽
车。在学校喜欢舞文弄墨的我，在新兵下
连后就被选到团政治处成为一名新闻报
道员。写作文时常满分，可面对一窍不通
的新闻时却无从下手，我开始后悔不该在
入伍登记表的爱好一栏里填上“喜欢写
作”四字。事已至此，我也只好硬着头皮
到团政治处宣传股报到。我想无论干什
么工作，只要脚踏实地，都会有所作为。
我在学好新闻采写理论的同时，虚心向老
同志学，泡在训练场找，蹲在连队听，把自
己的所见所闻写成“豆腐块”投向各大报
社。经历了两个月的稿荒，承受住了“麻
袋上绣花——底子差”的“鼓励”和做好打
起背包灰溜溜回连队的准备后，我的处女
作《情系希望工程，走留一如既往》在《烟
台日报》发表了。通过采访这篇文章的主
人公王书庆，我知道了这个来自农家的党
员战士，几年如一日用自己的津贴救助失
学儿童的事迹。在以后的采访中，无论是
写连队还是写官兵，他们的优秀事迹里面
都有离不开党组织的培养和“我是党员我
先上”的话语。这些让我对党有了认识，
也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的想法。在入伍的第二年年底，我郑重向
团政治处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
书。经过组织的培养和考察，在1998年6
月28日，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和
团直属队的40名党员站在鲜艳的党旗下
宣誓。在 1998 年抗洪的关键时刻，电视
上无数个党员突击队冲在一线不怕牺牲
的场景，更是让我这个新党员热血沸腾，
作为预备队的我们纷纷向团党委递交了
请战书，我们也希望能上一线保大堤。虽
然最后没能到一线参加抗洪，但那些战友
的表现让我坚定了当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的信念。

回到地方后，我先后经历了诸多岗

位，基本上都是从事党务工作。记得在街
道办事处工作时，社区有一位 60 多岁的
大娘是个热心肠。平日里，楼道卫生她打
扫，邻里纠纷她调解，社区有事她参与，社
区处处都活跃着她的身影。有一天，她和
社区的党组织负责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她
从外套的口袋中拿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
的稿纸打开，郑重地递给我。“领导，我要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激动地说。当
接过那张篇幅只有大半页、字写得有些歪
斜但工工整整的入党申请书时，我真心感
受到了老人的认真和执着。老人告诉我，
她生在农村，识字不多，跟着在矿上当工
人的丈夫来到平顶山，平时靠打些零工补

贴家用。在一次火灾后，本就不富裕的家
庭更是雪上加霜。正在她和丈夫欲哭无
泪时，丈夫单位的党组织和工会的同志给
他们送来了救助金和生活用品，街道社区
的党组织也组织社区居民和党员给他们
捐款，帮他们渡过了难关。孩子们大学毕
业后参加了工作，本就热心的她，看到社
区每个楼栋的显著位置都挂着党员楼栋
长的名字和任务。她到社区询问情况，有
了报名成为一名楼栋长为社区居民服务
的念头。她说：“我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
的大事，但是我能干好每一件小事，以后，
社区让干的我带头干好，还让家人有空的
时候来社区服务。社区不让干的我坚决
不干，还要制止别人干。今天，我让我们
社区的张书记来，就是想让他做我的入党
介绍人，也让他来监督我。”我心中十分感
动和高兴，感动的是老太太那么大年龄还
有入党的念头，高兴的是我们社区的党组
织和党员用行动让更多的居民认可了他
们。后来，我专门向街道党工委和区委组
织部领导作了汇报。老太太在经过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后，在2010年6月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我在调离那个街道4年后，在
我们区委的七一表彰大会领奖台上看到
了手拿荣誉证书的她。

马上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每次站在党
旗下，重温入党誓词时，仿佛又回到了那个
魂牵梦萦的火热军营。今年七一前夕，我
也被评为市级优秀党务工作者。但是，经
历和荣誉告诉我，不忘初心，为党旗添彩。

人老了，该豁达些，远离那个
“愁”字。因为愁催人老，愁使人
病，死得更疾。“要想死得快，当个
老驴拽”。整天愁眉苦脸不顺心，
皱纹又多又深，不死也讨人嫌，划
算吗？

说来，上了年纪，春愁少了，早
走出了情场，失掉了绮梦，一天到
晚该去哪散心？古诗云：“何事合
成愁，离人心上秋。”离人吗？年岁
经多了，分手别离这事儿，也不大
在乎，秋愁也就淡了。那么，人老
了，该琢磨点什么？该去何处？

嗨，到大自然中去！我选择一
乐——随大伙去拣石头，这可是当
今一个冷热门！拣石头靠双手，人
言，摊开左手是悔恨，摊开右手是
教训，合起来才是经验。悔恨何
用？教训何用？见鬼去吧！人老
换小，我们不要过去，我们还要明
天，我们需要童真！我们要来抚爱
那没心没肺的顽石。

拣石头可美啦，小风吹着，小
曲哼着，人似兔儿蹦跳着，跳过水
岸，蹦入偌大的石头滩中。眼前，
卵石成片成堆，山门开处，分明是
一阕平平仄仄的诗意。我跑过去，
躬身，弯腰，迎接这扑面而来的美
丽！我拣那颜色鲜艳的，我拣那纹
路皱美的，我拣那有洞又透的，我
拣那有姿有态的。这石上，似一座
沟壑纵横的山；那石上，有一幅山
水画；这石上，还连带一块闪光结
晶体。我拣到一只猴子，我拣到一
尊观音，我拣到一个小孩儿……
唔，我意识到，这都是上帝的作品，
这都是大地的馈赠！任何画家雕
塑家的创作，也没有这样真实、自
然、脱俗、生动！

玩中取乐，其乐无穷；乐中生
情，情景无限。回家不再闲来愁去
——有了事干，又是写诗，又是拍
照，引来一群人围着观看，啧啧叫
个不停！这石头既是文化，又是产
业；既可赏玩，又能经营！说白了
——还可以赚钱呢。这阵子，人们

都羡慕我这老头！就这样，每次去
拣石都有收获，决不会空手而归，
还有看不尽的景致，说不完的趣
事。市总工会的音乐家周建国老
弟听了，来了兴头，表示愿为我们
玩石人写首歌，拣石时哼哼唱唱，
添点乐趣。我喜出望外，岂是乐
趣？简直是增添天趣！周老弟是
著名作曲家，他每年都要在北京著
名音乐杂志上发表几首作品，我连
夜构思歌词，天明又出去拣石体验
一番，回来伏案一挥而就。《觅石
歌》诞生了——

“河里落满星星，天上缀着珍
宝。我心情好，我起得早。山山水
水陪我转，云里雾里任逍遥。河滩
哟，川流小曲，音符点点，让我心
跳！顽石哟，天赐奇书，无人知晓，
多么玄妙！水弯弯，沙杳杳，翻呀
翻，找呀找，百读不厌，哲理玄奥。
往日的岁月，等我去揣摩；灵性的
石头，何时情了？走呀走，我阅尽
了千古；跑呀跑，看暮色飞下山
坳。嗨，我收获了自然的爱，我觅
回了上帝的宝！我恋山，我恋水，
黄昏真好；山不穷，水不尽，神仙不
老。走哟，乐而不忘归，炊烟在招
摇，我还要来，一遭又一遭！我大
声呼，高声喊，我的爱呀，到天荒！
到地老……”

之后，歌词又精炼一番，就哼
唧开了，约摸有月余，才大胆冲出
胸腔——进了山野。它还真好听，
我们可着嗓子喊，唱醉了云卷云
舒，唱美了镜花水月，飞升了一
支队伍的魂儿，把大伙变成了疯
子！

嗨，人生过了花甲，哪有工夫
做假？人的活法各有不同，谁也管
不了谁。有人是“夜半看闲书，白
日睡似猪”，有人是“夜夜推牌九，
天天喝小酒”，有人是“雨中亮歌
喉，风里练街舞”……

俺们那，不必多说了，最爱走
在糖果香的山间小道上，哼着《觅
石歌》，去山谷小河拣石头。

不忘初心伴成长
◎范庆杰

淮阳之行，是怀着向往和虔诚
的心去的。

淮阳为陈楚古城，是一块神圣
的灵秀宝地，那里是羲皇故都，那
里有万亩龙湖。走进淮阳，便觉气
运通体，赏一湖盛开荷莲，感受至
清至纯的圣洁，谒人祖太昊陵，沐
浴中华文明的第一缕阳光，谋得身
心的净化和洗礼，那便是一次愉悦
的心灵旅行。

淮阳龙湖的美丽和神奇是超
越想象的。龙湖由西柳湖、弦歌
湖、南坛湖和东湖四块湖区连缀而
成，面积万余亩，是杭州西湖的两
倍，也是我国内陆最大的环城湖。
龙湖有三分之一的水域嵌入淮阳
城中，形成了城在湖中、湖在城中
的独特奇观，令人遐想无限。

龙湖滋养了淮阳人，因而淮阳
人多灵通智慧。

七月荷花绽放时节，偕友人荡
舟龙湖之上，疑是走进江南水乡。
烟波浩渺的龙湖，如诗如画，如梦
如幻，浓郁的荷香扑面而来，先把
人醉了。心随船行，眼前是一片片
碧绿的景色，一蓬蓬荷叶摇曳出诱
人的姿态，一朵朵莲花便开在心
上。撩一捧湖水，闻一缕芬芳，心
智豁然开启，目光也清亮起来。

夏日的阳光早把龙湖装点了，
多彩的光晕在水面欢跳。凉爽的
清风微微生起，甜美的歌声从远处
飘来。偶见水鸟飞啾，时现蜻蜓戏
水，风动新荷，歌拂蒲苇，眼前又是
一番炫目景象。

龙湖观莲，恍然就荡漾开一池
情愫。无须问莲为谁开，用心禅悟
了，到了至真至高的境界，莲就在
心湖悄然绽放。莲有灵性，心音的
传递，融化端庄淡雅的挺立，放下
所有的热烈和娇艳，带着凝脂的芳
香为我而来。期望与莲真情相拥，
凝眸不语，享受那份安宁温馨，恬
淡静美。但愿那美妙的瞬间定格
成精彩的永恒，完美地演绎一场人
生的宿醉，永世不醒。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相由心
生。淮阳赏荷，悠然生发几多感
慨。身处凡世红尘，难免沾染俗世
陋习，私欲杂念，功利铜锈时常占
据心灵净地，欲求一份淡泊的宁
静，就去寻一朵莲花，栽种心床，用
心守护。莲在我心，我心有莲，唯

有这朵心莲，才能洗尽旷日积存的
铅华，才能照亮迷离的人生行途。

游毕龙湖，船泊码头，走上岸
来，便见太昊陵的轮廓了。

太昊陵雄踞龙湖之畔，面对一
湖荷莲。不知是先有龙湖，还是先
有太昊陵，这样巧妙的布局，是浑
然天成，还是天合人意？

步入太昊伏羲陵，心也跟着庄
严神圣起来。遥想远古洪荒时代，
伏羲氏从西北荒漠里率众出发，为
谋求广阔的发展天地，一路寻来，
行至宛丘（今河南淮阳），但见风光
旖旎，草木葱茏，气候适宜，土质肥
沃，便安居下来。三皇之首伏羲氏
在这里修筑城池，建立我国最古老
的都城，并从此开始结网罟、养牺
牲、兴庖厨、定姓氏、制嫁娶、画八
卦、刻书契、作甲历、兴礼乐、造干
戈，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蛮荒时
代，成为开创华夏文明历史的圣贤
先驱。

伏羲氏终老淮阳地，在此安葬
长眠，便有了后世的太昊陵。

陵园里人流涌动，太昊陵前人
潮如海。目之所及，尽显虔诚之
态，甚至是狂热的崇拜，这么壮观
的场景，令人震撼和难以置信，却
又真实鲜活地再现眼前。

伏羲氏，并非神灵，亦非宗教，
何以有如此魅力？

凝望伏羲塑像，沧桑宽阔的脸
膛上，似是刻印着华夏的版图，坚
毅深邃的目光里，放射着激情的光
芒。伟岸的身躯，发出领袖的召
唤，高挽的发髻，俨然精神的高
地。飘逸的衣带，仿佛就是风中旗
帜，指引万世民众前行的步履。

人之祖，史之初，国之根，文
之源。崇宗敬祖，中华民族曾经
在龙的图腾里寻求灵魂的慰藉，
而面对伏羲的墓陵，朝拜的华夏
裔胄，似乎寻到了赖以生存的精
神家园。世界对中华民族源头的
认识，多始于河南，而太昊陵却为
中原文明的坐标，谦厚、沉郁、深
刻，成为精神守望之地。于是，后
世子孙认祖归宗，安放灵魂，经久
不息地祭奠，是对先祖虔诚的感
恩和缅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祈
祷和祝愿吧。

别离淮阳许多时日，心却留在
那里。回望淮阳，依然眷恋。

回望淮阳
◎叶剑秀

觅石歌
◎老愚

目前，有不少官场小说与其说是“反
腐”，不如说是在“贩腐”，曝光大量阴暗面，
甚至明确注明此即“官道”或“权术”，负面
影响不可小觑。

《莽原》2016年第1期发表的赵俊杰的
中篇小说《钟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工作经历的描写，透视
人性本质，真实地再现了社会风云，歌颂了
正义和法治，抨击了消极、腐败与假恶丑，
揭示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
长期性。县纪委书记钟实上任伊始，就遇
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不正之风、贪污腐
败，反腐倡廉制度不健全或形同虚设，一些
干部消极怠工……查办案件中又遇到金
钱、美女的诱惑，亲情、权力的挟围、困扰，
不法分子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威胁。面
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钟实和他的战
友们秉公执纪、刚正不阿，与不正之风和腐
败分子展开了一系列斗智斗勇、惊心动魄
的较量，最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故事
跌宕起伏，生动感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
作者力避表现浅显的政治功利指向，着力
揭示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再现了钟实们的
忠诚、担当和呐喊。小说叙述现场感强，故
事不乏传奇特点，颇具可读性；题旨切近当
下，深刻而具有警示意义。

浓浓的人情味是《钟实》的整体基调。
钟实的父亲拄着一根拐棍来为救命恩人的
儿子讲情，腐败分子骆保有见到妻子，跪倒
在地，声泪俱下，钟实派人关照骆保有年迈
患病的父母，还让县妇联找人去陪骆保有
的妻子，防止她出现意外。这些都让读者
感受到了脉脉温情。这些鲜活的人物，足
以让《钟实》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

身处纪检工作之中，赵俊杰亲身体会
到纪检工作的艰辛与不易，又让他拥有很
多走近干部内心、感知他们爱恨悲欢的机
会。这些记忆，都像种子一样悄悄播撒在
了赵俊杰的心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箕山小吏》2013年出版，作品的主人公或
多或少都有他和他的同事的影子，在写作
过程中，他自己也被书中人物感动得落
泪。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就很能代
表赵俊杰当时的心情。

“时代因人物而生辉，人物因时代而丰
满。”赵俊杰曾经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
界》，这部小说对他影响巨大。赵俊杰发
现，故事要有丰厚的社会背景作支撑，小说
中的人物才不是“空中楼阁”般的虚假、扁
平、单薄，而是一个个接通了“地气”的活生
生的人。这种创作理念被赵俊杰不知不觉
运用于自己的写作中。

文学的目的是浸润人心，而官场文学
的写作，更需要戒除生硬与说教。谁能改
变固有的叙事模式，讲出一个富有人情味
的故事，谁的作品就拥有了打动读者的力
量。所以，赵俊杰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发挥
自己善于把握境势变化、善于刻画人物内
心、善于描写真情实感的长处，将“情感”作
为贯穿小说的主线，使小说故事情节曲折
生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在小说情节结构和故事设计上，作者
不仅在故事情节的展开、矛盾的激化上多
有用心，而且在力量的对比与矛盾的转化
上也颇费心思。作品一开头就写了钟实上
任伊始，各种力量、各色人物就处于风口浪
尖的位置，使矛盾冲突在很高的层次上展
开。而腐败分子骆保有对于案件的进展，
又使两种力量处于你死我活的激化状态。
他的灵魂已不堪罪恶的重压，感到覆灭之
前的恐惧。这些设计和描写，环环相扣，有
力地揭示了全书的主题。

赵俊杰为人诚实、诚恳、诚信，他是一
个富有使命感的作家。《钟实》语言朴实，不
事雕琢，于平淡中见神奇，读起来真实可
信。这真实，有艺术的真实，也有生活的真
实。

是谁的手编织着家乡的春天？又
是谁让我离开后却不断地回望？是沙
漠里的那片绿地。

在我并不宽大的书桌旁，有一幅中
国地图，我经常凝视着那片神秘的土地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这片苍凉
而孤独的沙漠东部边缘，罗布泊地区楼
兰古城西约 200 公里处，有一个小镇，
叫铁干里克。铁干里克在维吾尔语里
是广阔的草原、绿洲的意思。有绿洲的
地方一定会有水，那水来自天山，注入
塔里木河，奔腾 700 多公里，与咆哮的
开都河、宁静的孔雀河一起，哺育着这
片辽阔的土地。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这片荒凉、广
袤的沙漠里。那时一年四季下不了几
场雨，碧空如洗，房子都是土块垒的，一
个连队就百十户人家，来自天南地北。
因为几十里地见不了人烟，所以每户人
家都有个很大的菜园。

父亲说：“有这么大空地，种点蔬菜
吧。”

母亲说：“再种点葡萄、香梨、哈密
瓜，让孩子们有点盼头。”

我经常站在树下问妈妈：“今年树
上的果实就可以吃吗？”母亲拍拍我的
小脑袋说：“要等几年呢。”

布谷鸟叫的时候，我经常在园子里
玩，看葡萄藤长出了绿芽，看洁白的梨
花随风飘舞，看拳头大小的哈密瓜，我
还经常追逐趴在花上的小蜜蜂。终于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蜜蜂总是把
劳动成果藏在我家土墙的缝隙里。于
是我拿了一根柳条，从缝隙里蘸了点蜂
蜜，没想到这黏稠的东西是那么甜。后
来，我捉了一只蜜蜂，用舌头舔了他的
尾部，不料想，舌头被蛰得红肿，疼得我
哇哇大哭，几天没吃好饭。

炎热酷暑的夏，沙漠里的土地经常
是焦黄的。去水沟打水时，不知道从哪
里钻出来那么多鱼儿，我经常捉着小
鱼，看着葡萄藤、香梨树、哈密瓜秧大口
地喝着天山的水。

就这样盼望着，送走了冬、迎来了
春，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躺
在葡萄架下看书时，猛一抬头，发现葡
萄架铺绿叠翠的枝叶里竟有一串串绿
豆豆。再看看迎风飘逸的香梨树，花蕾
凋谢了，结出了青青的果实。

我像风一样地奔跑着，把这小小的
发现告诉正在棉花地里忙碌的妈妈。

妈妈说：“今年秋天你就可以吃上

葡萄和香梨了。”
没有风的夜晚，为了躲避炎热，我

经常半夜起来，躺在葡萄架下，透过绿
叶的缝隙看满天的星斗，仰望皎洁的明
月。想，流星是不是会掉下来。我甚至
追到流星滑落的地方，希望拣颗明亮亮
的星星。梦里的我，也会想成熟的葡萄
掉进嘴里，醒来嘴角竟湿漉漉的……

“远方的客人快下马，请你尝块哈
密瓜，这里的人们最好客，引你走进这
绿色的家……”

我家的哈密瓜，有白玉色、金黄色、
青色，还有绿色和杂色等。风味也各有
特色，有的脆，有的绵，有的多汁，也有
的酒香扑鼻。七月的最后一天，哈密瓜
成熟了，全家人坐在葡萄架下吃哈密
瓜，香甜如蜜，爽脆无比。

葡萄成熟的时候，一串串密匝匝地
挂满了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
透，绿的像翠，黄的淡雅。我经常爬上
那高高的木架，一边吃着最大的那颗，
一边把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放到小筐
里。

秋天带着一身金黄，迈着轻盈的脚
步，悄悄地来了。

青黄的梨结满枝头，我告诉妈妈，
留几个大的挂在树上。第一场秋霜来
的时候，留守在树上的香梨经历了风
雨，吃起来是那么的甜，那么的冰凉。

渐渐地，我长大了。
母亲说：“男孩子一辈子留在父母

身边，难有大作为的。”
父亲说：“人争一口气，树争一身

皮。”
我记着父母的话，在花季的年龄就

离开了孤独、寂寥的沙漠。记得走的那

天，蓝湛湛的天空白云悠悠，沙枣树在
阳光下闪着绿光，胡杨树依偎着那片沙
漠，塔里木河碧波荡漾。

沙漠里的孩子离开时，没一点留
恋，如同一只快乐的小鸟。我坐在火车
的硬座上，看着外面的风景，发现世界
原来这么大。

因为生在沙漠里，长在蓝天下，我
特别爱梦想，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名和
利像巨大的磁场诱惑着我，我追逐着，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很多时候找
不到方向、找不到自己。

世界繁华，我却开始思念我的故乡
了。

我常常想，风是没有家的，四处而
奔，但我是有家的，就是故乡那片绿
地。人生困惑的时候，我常想起蓬蓬的
骆驼草灰着脸向着太阳；沙枣树顽强而
倔强地生长在干涸的沙土里，透出一点
耀眼的绿；胡杨林任凭沙暴肆虐、干旱
和盐碱的侵蚀以及严寒和酷暑的打击
而顽强地生存在一片贫瘠沙地里，带着
一种强烈的、倔强的情感宣泄着生命的
含义。

我突然明白，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
西，却唯独不能没有希望。我还懂得，
漫漫人生长河，苦难是那么微不足道。
经受一次次痛苦的洗礼，才使我们懂得
怎样去热爱生活，怎样在绝望中生存，
而沉沦和哀怨绝不是生命的本色！

落叶最终是要归根的吗？
很多时候，寒冷的冬夜，我点燃一

盏回忆的灯，往事浮现。河水边暮归悠
闲的牛羊，小溪边挽着裤脚捉鱼的孩
童，瞭望满天星斗的我，和开满鲜花的
草原。家乡蔚蓝的天空下，沙漠是那样
的博大，水是那样的明澈，阳光是那样
的灿烂，一切的一切，都带着微笑对我
颔首。

如今，家乡有四通八达的柏油马
路，马路旁是一排排整齐的民居，路边
笔直的白杨树沿着宽阔的街道成排成
行，沙枣树用密密的枝叶抵挡着风沙，
家门前的那片园地郁郁葱葱。家乡的
岁月被嫩绿的触角抚摸得灿烂多姿，在
这个舒适的家园里，一切一切都快乐地
生活着。

“常回家看看吧。”儿时的伙伴对我
说。

就在今年瓜果飘香的季节，我要带
着我的孩子去看日夜思念的故乡，去看
生我养我的那片绿地。

那片绿地
◎李河新

神农架神农顶风光 杜华举 摄

透视人性
警示世人

——读赵俊杰中篇小说《钟实》有感

◎郭进拴


